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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月学中医”系列丛书，共编写了能体现中医中药知识架构的理、法、方、药和临床应用范
例的八本中医中药通俗读本，包括《一个月学中医基础》《一个月学中医诊法》《一个月学中医辨证
》《一个月学中药》《一个月学开中药方》《一个月学针灸》《一个月学推拿》和《一个月学四季养
生》。
通过对这套中医中药通俗读本的介绍，使中医中药的相关知识以通俗易懂的面目，展现在热爱中医中
药的广大民众面前。
只有被民众认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生存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也才会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中医中药是发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医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息息
相关，紧密相连。
毫不夸张地说，中医中药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如果没有中
医中药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之今天。
近百年来，西学东渐，这既给中医中药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由于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民族认识事物的理念和方法的差异，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使西方文化对中
医中药的冲击和挑战大于机遇。
如果认真而深刻地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以及中医中药发展缓慢的历史，就不难看出这样一
个事实：这就是发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医中药，是以传统而古老的思维方法和文字表述
方式存在的，使得那些自幼受现代文化、现代理念、现代思维方式影响的青年学子，或者喜爱中医中
药的中青年人，无法用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文化理念轻易地去解读中医中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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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在归纳、整理中医理论体系、构建方法和内容的基础上，为便于自修研读者学习，分30讲进行编
写，每讲内容相对独立，由导语、主要内容2部分组成。
每一讲的导语或以发问方式提出该讲的主要内容及思维方法，或直击本讲内容要点；主要内容的表述
力求做到简洁、直白、通俗、易懂、易记。
为了避免内容冗繁，尽可能地不引证古人论述。
    本书合中医爱好者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月学中医基础>>

书籍目录

第1讲 初探中医第2讲 独特的中医理论第3讲 阴阳学说解密第4讲 探赜阴阳学说与中医学第5讲 认识五行
的世界第6讲 求索五行学说与中医学第7讲 藏象内涵解读第8讲 心一君主之官第9讲 肺一相傅之官第10
讲 脾-仓廪之官第11讲 肝一将军之官第12讲 肾一作强之官第13讲 解读六腑与奇恒之腑第14讲 解读脏腑
关系第15讲 解读中医学的气第16讲 精、血、津液解析第17讲 解读气、血、精、津液的关系第18讲 经
络学说解读之一第19讲 经络学说解读之二第20讲 认识体质第21讲 解析生命活动的整体性第22讲 阐释
外感病因第23讲 解析内伤病因第24讲 解析病理产物性致病因素第25讲 解读发病病机第26讲 解读邪正
盛衰与阴阳失调病机第27讲 解读气、血、津液、精失常病机第28讲 解读内生五邪第29讲 解读中医治则
第30讲 阐释中医养生、预防与康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月学中医基础>>

章节摘录

　　三、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的出现，使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初具规模，从此医学呈现出较快发展的趋势。
两晋隋唐时期，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
》《干金要方》等著名医书。
两宋金元时期，学派分争，学术活跃，产生了陈无择的“三因学说”和寒凉、攻邪、补土、滋阴学术
流派，使中医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进入到学科分化，医学集成的阶段；近现代时期，中医学理论在自身发展的
同时，逐步走向中西医理性结合发展的新路。
　　（一）基础医学　　中医的基础医学，主要是研究、阐述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
律和基本原则。
《黄帝内经》创立的诊脉方法，是中医诊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予以发展和弘扬。
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在总结前人脉诊知识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内容，详述了24脉法，使《内经》《
难经》确立的诊脉方法得到实施和推广。
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状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中诸如糖尿病
、脚气病、麻风病的认识十分准确。
　　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详细地阐述了“三因致病说”，把复杂的致病因素概括为
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使中医的病因学理论更加系统化。
　　金元时代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其中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尊为“金元四大
家”。
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故用药以寒凉为主，被后世尊为
“寒凉派”。
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去正安，用药以攻邪为主，对汗、吐、下的祛邪之法有所发挥，后世尊为“
攻邪派”。
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治疗以补脾胃为主，后世尊其为“补土派”。
朱震亨倡导“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重要观点，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是“滋阴
派”的代表。
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家，立论不同，但互有发明，各具创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
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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